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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亞太經濟合作組織(APEC)農業技術合作小組(ATCWG)於 2017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

在中國大陸北京召開 2017 APEC「糧食安全與氣候資源關係」研討會( 2017 APEC 

Workshop on Food Security-Climate-Resource Nexus )，會議討論要點及重要結論如下： 

1. 「糧食安全與氣候資源關係」研討會計有中國大陸、秘魯、智利、菲律賓、泰國、

蒙古、馬來西亞、越南及我國計 9 個經濟體出席。 

2. 除開幕介紹儀式外，議程分場次進行，第 1 場次會議主要聚焦農業排放源溫室氣

體排放量和減緩措施，第 2 場次就糧食生產和消費的資源管理面向進行簡介，第

3 場次簡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調適措施，以及介紹農業部門因應氣候變遷

之調適策略、相關措施及推動經驗。 

3. 由各與會代表就因應氣候變遷農業部門採取行動、調適措施主要面臨挑戰和問題

(包括數據分析、脆弱性和風險評估、政策制定、推動措施等)各方面進行討論，

交換各經濟體面臨挑戰及未來各經濟體潛在合作機會，另由各與會代表就農業部

門調適措施推動經驗、最佳做法及面臨挑戰，討論亞太經合組織可促進農業部門

調適之合作機會，以促進永續農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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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出國目的 
 

亞太經濟合作組織(APEC)農業技術合作小組(ATCWG)於 2017 年底召開 3 場研討

會，包括「第 1 屆 APEC 防治管理糧食與飼料黴菌毒素汙染」研討會(1st APEC Conference 

on Mycotox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Food and Feed Commodities in Asia -Pacific 

Region)(APEC-fund project, ATC 01 2016A)、「農業永續發展途徑探索」研討會( Workshop on 

Pathway Exploration o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)(China-funded)及「糧食安全與氣

候資源關係」研討會( 2017 APEC Workshop on Food Security-Climate-Resource Nexus ) 

(China-funded)，由主辦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(CAAS)邀請派員出席。 

本次參加 2017 年 10 月 28 日至 29 日於中國大陸北京舉辦之「糧食安全與氣候資源

關係」研討會，該研討會係就糧食安全、氣候變遷、資源管理、技術研發、政策建議與

促進永續農業等面向進行討論。 

鑑於氣候變遷對於亞太地區糧食安全帶來威脅，資源管理及技術研發為重要因應對

策，爰派員參加本次研討會，由各與會代表就因應氣候變遷農業部門採取行動、調適措

施主要面臨挑戰問題、推動經驗、最佳做法等方面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，並討論亞太經

合組織可促進農業部門調適之合作機會，以促進永續農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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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出國會議行程 
 

日期 

(星期) 
行  程  內  容 

10 月 27 日（五） 起程：桃園機場－中國大陸北京 

10 月 28 日（六） 

研討會 

一、報到及註冊 

二、開幕及致辭 

三、主題報告及討論 

四、討論 

10 月 29 日（日） 

研討會 

一、主題報告及討論 

二、討論 

10 月 30 日（一） 返程：中國大陸北京－桃園機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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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會議過程及內容 

「 糧 食 安 全 與 氣 候 資 源 關 係 」 研 討 會 ( 2017 APEC Workshop on Food 

Security-Climate-Resource Nexus )之議程詳如附錄 1 所列。 

一、本次研討會主要目的 

聚集廣泛利益相關者 (包括科學家、工程師、從業人員、政府、私部門和民間

社會)，就糧食-氣候-資源之間的關係交流見解、經驗和教訓，並促進科技對話、討

論，並就永續農業需進一步加強能力和技術支持提出建議，重點放在糧食安全與

氣候資源之間的關係。 

二、研討會過程及內容 

(一)第一天(10 月 28 日) 

除開幕介紹儀式及專題演講外，議程分場次進行，第 1 場次會議主要聚焦

農業排放源溫室氣體排放量和減緩措施，邀請中國大陸多位學者專家簡介改善

氮肥管理提高水稻產量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、對氣候影響等相關減緩措施。 

第 2 場次由中國大陸及智利與會代表就糧食生產和消費的資源管理面向

進行簡介，包括中國農業從農業生產到食物消費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措施、中國

水稻生產糧食安全和減緩溫室氣體效應的潛在雙贏戰略、中國基線水資源壓力

及能源與食物之水資源挑戰、智利畜牧環境技術研發及農業糧食安全與永續發

展、APEC 區域合作與中國農業永續發展等。 

第一天討論議題主要針對因應氣候變遷農業部門採取行動、在自己經濟體

因應氣候減緩的主要挑戰和問題 (包括數據、脆弱性和風險評估、政策制定及

實施)、因應挑戰的潛在合作領域涵蓋面向，進行意見及經驗交流，近年來亞

太地區氣候變遷造成氣候變化加劇，各經濟體均面臨極大挑戰，所涉及範疇極

為廣泛，可參考其他經濟體推動經驗規劃進行相關科學性研究(含試驗調查評

估、大數據分析及推估模式等)及技術交流(含跨域跨團隊合作)，以確保農業永

續發展。開幕式係由大陸農業部國際合作處、中國農業科學院國際合作處及農

業環境與永續展研究院、APEC 等單位進行專題介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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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討會場中並無提供介紹資訊的紙本或電子檔案，茲就會議中簡報展示投

影片翻拍資料進行各議題重點彙整說明。 

1.大陸推動政策及措施 

大陸農業糧食產量自 1980 年至 2015 年成長 122%，其中稻米、小麥及

玉米成長率分別為 49%、136%及 259%，肉類、奶類及蛋類成長率分別為

88%、426%及 53%(自 1996 年至 2015 年)，農業 GDP 為 6.1 兆元，2015 年為

8.8%。大陸農業面臨的主要挑戰如下圖所示。 

 

大陸和台灣農業面臨的挑戰相似，可耕農地受限、耕作田地破碎化、

農村人力外流、肥料使用效率低、農業用水比例超過 60%。依據大陸氣候變

遷觀測站超過 2,000 站的觀測值，主要暖化地區包括位於較高緯度的北部地

區，平均溫度變化率超過 0.3C/10a，降雨部分則無特別明顯趨勢，水災及

旱災造成產量減少比例分別為 2.6%及 8.2%，植物疾病及蟲害造成產量減少

比例分別為 10%及 15%。有關農業部門溫室氣體(N2O 及 CH4)排放量，主要

來源為畜牧業(畜禽糞便)、稻米種植，針對所面臨挑戰所需採取策略如下圖

所示，發展降低資源使用(耕地、水資源)及提高產量的可行應用技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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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氣候調適策略包括: 

(1) 提高監測及預警監測，以預防及減緩災害之措施。 

(2) 發展調適技術與觀測技術，例如降低種植、田間的灌溉用水、保護

耕作。 

(3) 利用熱源，例如依據區域氣候調整作物系統及選擇正確作物種類。 

(4) 促進耕作的最適規模，以改善農業集約化。 

大陸降低氣候變遷風險的主要部分包括農業、林業及水資源，調適

政策包括強化預警及緊急應變系統，以降低災害及預防的機制，減輕政

策包括: 

(1) 至 2020 年肥料及農業使用量為零成長。 

(2) 控制稻米田區 CH4排放及農田 N2O 排放。 

(3) 建立循環農業，有效利用稻稈及廢棄物。 

(4) 維護草原及牲畜平衡，增進草原及農田資源。 

因應氣候變遷的農業政策包括利用動物廢棄物及利用稻稈。氣候變

遷因應行動包括: 

(1) 節省灌溉用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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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節省田間用水:降低田間蒸發、田間溝收集與利用雨水、滴灌系統、

收集雨水的水塘、人工降雨。 

節省灌溉用水對氣候變遷減緩及調整的效果如下圖所示: 

 

(3) 發展大開模沼氣消化系統 

(4) 發展綠能(如下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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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有關減緩溫室氣體及維持作物產量的改善氮管理議題，主要探討全球糧食安

全面臨挑戰包括: 

(1) 糧食價格上漲，不斷出現峰值 

(2) 全球有 10 億人(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)長期忍受飢餓。 

(3) 到 2050 年，糧食產量需要提高 60~100%，面臨挑戰在需求面，包括人

口增長、飲食結構改變、對生物燃料的需求；在供給面，包括燃料和

化肥價格上漲、氣候變化、土地和水資源短缺。 

減緩農業溫室氣體排放，需要作物及動物生產鏈的整合管理。 

3. 有關水稻高產與稻田減排的理論與實踐 

全球暖化趨勢難以逆轉，甲烷是第二大溫室氣體，水稻植株是稻田甲烷

的主要通道，稻田甲烷排放將遞增(增產、有機肥、稻稈)，糧食增產與農田

減排需要協調。氣候變暖對水稻生產影響，水稻生產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

響，包括形態特徵對甲烷排放的影響、光合產物分配對稻田溫室氣體排放的

影響、水稻品種對稻田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(包括植株地下特徵等)。另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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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產低碳排放的水稻育秧技術、種植技術、稻作模式集成等研究實績，未來

重點為氣候智慧型稻作。 

4.生態系的氣候角色，主要介紹土壤肥料 NO 和結合 N2O，以及 CO2提高的生

態溫室氣體平衡的研究成果。 

5.減緩農業溫室氣體排放，其佔全國排放的 18.3%，主要來源為肉類生產，蔬

菜生產最少，改善農田管理到食物消費是主要方式，改變消費習慣及平衡飲

食。溫室氣體排放影響氣候。 

6.中國稻米生產的糧食安全與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潛在雙贏策略。 

7.中國東北地區運用連結整合 EPIC 模式與 FCS 模式進行種植型態的模擬，外

部驅動力造成土地利用需求變化，土地利用變化空間配置，另外部驅動力進

行局部土地利用變化模擬，土地利用總需求變化。 

8.中國水資源壓力及面臨能源及糧食的水資源挑戰。 

9.智利會員國介紹農業水及土壤資源管理，智利人口佔全球 0.2%，GDP 佔全

球 0.3%，位於南半球，氣候多變，需要有效灌溉系統及水資源收集與儲存，

推動灌溉及排水計畫，獎勵土壤永續系統，後續持續改進推動計畫實施項

目，改進基線年自然資源資訊，發展指標及監測。另介紹牧牛系統及環境的

研究及技術移轉。 

(二)第二天(10 月 29 日) 

第 3 場次邀請 UNFCC Adaptation Committee 代表簡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

公約調適措施，以及由越南、菲律賓、中國大陸等學者專家以各經濟體發展立

場，介紹農業部門因應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、相關措施及推動經驗。 

中國大陸學者專家介紹中國農業調適氣候變化的關鍵技術、中國農業因應

氣候風險增加的適應：機會和限制。越南代表介紹越南農業因應氣候變化的調

適與緩解-稻米生為例。菲律賓代表介紹農業的適應和減緩倡議-菲律賓農業和

漁業社區的彈性策略。 

第二天討論議題包括各經濟體國家農業部門調適的經驗、學習教訓和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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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做法、農業調適面臨的挑戰、亞太經合組織可以提供哪些機會促進農業部門

調適的合作。於會議期間提供我國因應氣候變遷農業灌溉水資源管理策略及分

享相關政策型推動計畫，可納入未來合作交流方向。 

1.中國發展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適技術系統，自 2004 年 11 月至 2016 年分 3

階段發展，調適面向包括平均趨勢、極端事件、生態影響(水環境、生態系

統分布及結構的影響等)、社會經濟影響，適應於減緩的結合，農業交錯待

適應實踐，適應與減緩、扶貧的結合。建立水稻、玉米及小麥的調適技術系

統，包括育秧、秧苗最佳栽培期，播期模式及栽培，異常氣溫的預防，品種

篩選與配套栽培，施肥模式及防霜凍，營養調控，病蟲害綜合防控，高光效

栽培模式，水肥耦合，保護性耕作和土壤定向培肥，低壓噴低帶灌溉，異常

氣溫補救，鹽鹼地水田淡化表層快速創建及熟化，土壤庫容提升。 

2.UNFCCC 調適委員會，聯合國氣候變遷調適綱要，介紹國家調適計畫、金融、

農業等，發布指南文件及出版物，推動方向包括多族群、社區及生態系的調

適計畫、私部門調適工作小組、公布金融調適第二版出版。 

3.越南會員國介紹推動農業調適及減緩措施，促進綠色及安全農業生產，生產

低排放及國家糧食安全永續發展，有效降低因應氣候變遷造成貧窮，到 2020

年降低農業部門溫室排放量 20%，到 2010 年增加農民收入 20%及降低貧窮 

20%。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的水稻生產改進。 

4.菲律賓會員國介紹推動農業調適及減緩措施，有關農村及漁村的推動方向。 

5.中國農業適應氣候變化的機遇和挑戰，變暖已經歸因為過去單產停滯的驅動

因子，適應變暖有利於總產增加仍有巨大潛力，適應技術的選取，農作物對

CO2 濃度升高的適應能力，中國農業因應氣候風險增加的行動重點包括: 

(1) 具備氣候預警信息推動功能的手機氣象服務客戶端，天氣網。 

(2) 因應氣候風險改進管理的作物保險。 

(3) 技術及政策改進目標，包括節水、冬麥北移、畜牧等。 

(4) 整合型解決方案，包括土壤、水資源、生態環境保護、防風固沙、農

田防風林、種植草原避免沙漠化等。 

(5) 政府及民眾共同參與，政府投資 30%，民眾負擔 70%，多邊管理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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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。 

(6) 同時重視貧窮、治理、機構及經濟發展，包括訂定負責建設及管理水

流域與獲得效益的規範，土地管裡，創新技術發展等。介紹技術體系

及效果評價案例(黑河流域)，田塊、灌區及綠洲節水 2.96 億立方公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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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心得與建議 
 

1. 台灣為 APEC 會員國之一，農業技術合作小組(ATCWG)多年來所舉辦研討會提供

會員國間良好的交流平台，未來應持續參與該組織活動，與世界各國建立長期合

作關係，以分享相關推動成果及經驗交流，亦可維護我國整體外交利益。 

2. 主辦單位說明本次研討會主要係與會經濟體相關學者專家就糧食-氣候-資源之關

係，進行技術研發交流、評析觀點及推動經驗之對話，討論促進永續農業需進一

步加強之能力和技術等相關建議，以作為後續推動參考。 

3. 由各與會代表就因應氣候變遷農業部門採取行動、調適措施主要面臨挑戰和問題

(包括數據分析、脆弱性和風險評估、政策制定、推動措施等)等方面進行討論，

交換各經濟體面臨挑戰及未來各經濟體潛在合作機會，另由各與會代表就農業部

門調適措施推動經驗、最佳做法及面臨挑戰，討論亞太經合組織可促進農業部門

調適之合作機會，以促進永續農業。 

4. 本次研討會參加會員國均表示，建議爾後研討會介紹資訊可提供全文紙本或電子

檔資訊，以提高經驗交流及相關技術之實質成效。於會議期間提供我國因應氣候

變遷農業灌溉水資源管理策略及分享相關政策型推動計畫，後續將參考各經濟體

推動經驗及未來方向納入研議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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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、研討會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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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3. 開幕式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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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5. 會員國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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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9. 研討會討論現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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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11. 研討會現場 

 

 


